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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来浙东运河博物馆参
观的人，都会看到二楼入口处的一张照
片：

2003 年，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赴浙东地区考察浙东引水工程规划
路线，并实地踏勘曹娥江大闸闸址。而
在不远处侧耳聆听的青年，是当时的省
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陈永明。

时间一晃，20 年过去。2023 年 9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位于
绍兴的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当天为
习近平总书记讲解的，是中国水利博物
馆馆长陈永明。

走进陈永明的办公室，照片中的青
年，变成了温文尔雅的中年人。这一年
来，忙碌但充实，是陈永明的工作常态。

回想为总书记讲解的那天，陈永明
依旧历历在目。“那天对我来说是人生
的一件幸事。总书记流露出的为民情
怀，让我深感震撼。”陈永明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河文化
园时，提出要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
风貌。对此，我的理解是要推动大运河
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让老百姓能够从大运
河中更好汲取营养、获得审美、陶冶情
操。”陈永明说。

自成立以来，中国水利博物馆在运
河研究上建树颇多。

“特别是过去一年里，我们创新了
工作机制，有力提升了对大运河文化的
学术研究能力。”陈永明介绍。

去年，中国水利博物馆（水利部水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水利、文博、考古、
历史等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学术委员
会，成为研究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智库；今
年 1 月，“中国水利博物馆浙东基地”在
浙东运河博物馆成立，开启双方全方位
的合作，中国水利博物馆充分发挥在水
文化研究、展示和研学等领域的优势，与
浙东运河博物馆深入挖掘浙东运河沿线
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推动运河文化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这些学术平台上，我们以开放
的姿态促进合作，多方资源共享，将更
多的学术资源投入到对大运河文化的
研究中，同时也拓宽了研究视野。”陈永
明告诉记者。

过去的一年，中国水利博物馆贡献
了多项大运河研究成果。

“千百年来大运河并不是始终能这

样畅流不息的，如果没有水资源的有效
补给，没有持续不断的建设、运维、管理
和调度，它可能早就被湮没在历史的长
河中了。”陈永明说。因此，系统梳理浙
江段大运河的形成过程与演变历史，以
及大运河作为骨干河道与周边水网、城
镇形成发展的关系，将为解读运河提供
新的水利视角。

中国水利博物馆正在进行浙江文
化研究工程重大课题“浙江大运河文化
研究”子课题“浙江大运河与周边水网
研究”的研究工作，目前已完成80%，预
计将在今年底结题。“这是一项基础性
的研究，只有系统了解大运河的来龙去
脉，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研究运河与城
市、运河与经济、运河与民生等的关
系。”陈永明告诉记者。

一年来，中国水利博物馆不断加强
对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利用。“浙里河湖
遇见幸福——‘八八战略’指引下的浙
江河湖长制探索与实践成就”，讲述了
20 余年来浙江包括大运河在内的幸福
河湖精彩蝶变；“汉风畅运——徐州青
年美术家运河主题优秀作品暨两汉文
化交流展”，将历史题材、传统文化和时
代发展有机链接，描绘一幅流动的运河
文化画卷。

中国水利博物馆馆长陈永明：

千年运河 再写传奇
本报记者 李娇俨 王 佳

中国水利博物馆馆长陈永明：

千年运河 再写传奇
本报记者 李娇俨 王 佳

亲历者说

来到浙东运河文化园，一幅古今交
融的运河图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浙东运河博物馆是文化园中最重要
的建筑之一，负责人张慧说：“总书记的
到访，是对我们运河传承和文博工作的
有力支持。”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文化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
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博
物馆经过一年的运行，功能定位逐渐丰
富，从运河文物保护、收藏和展示的场
馆，发展成为运河文化传播的窗口。一
年来，吸引超过32万人次海内外游客来
这儿体验打卡。

“总书记的到来，让浙东运河一下子
被所有人关注。”张慧说，博物馆趁热打
铁，在大运河浙东运河（越城段）遗产保
护名录前期工作基础上，全面整理遗产
要素和考古成果，编写了《运河遗珍》《重
华在亭山——越城区常禧路考古成果选

编》等书籍，将于今年 9 月底发布出版；
大运河文化的馆校合作进一步推进，已
推出面向多个年龄段观众的运河遗产、
运河保护、水工科技等五大系列研学课
程100余套，开展研学活动260场。

博物馆内的细节提升随处可见：大
厅一侧，全新的文创展区上线，既有运河
文化的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
琳琅满目，丰富着观众的文旅体验；地下
一层，停车场、电梯等硬件设施不断完
善，公共服务更加到位。

浙东运河博物馆背后，运河水缓缓
流淌，一条以此为起点、东浦黄酒小镇为
终点的精品游线正在打造，用光影实景
展示浙东运河的千年脉络，9 月底就能
通航扬帆。

博物馆旁，绍兴首座大型水族馆——
浙东淡水鱼馆已开门迎客。这座集科
普、文旅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于一体的
综合性场馆，彰显着绍兴作为鱼米之乡
的独特魅力。

不过，筹建伊始，淡水鱼馆馆长相艳

一度遭遇难题，天气太热，运来的淡水鱼
因适应不了环境难以存活。为了保证顺
利开馆，相艳和团队的养殖人员投入了
大量人力、物力、精力，24 小时观察所有
展示缸内的水体、水质。他们每天进行
检测，每周提取样本，将样本和检测数据
快递到专业的水质检测中心进行分析。
根据不同鱼类生活所需的环境，他们将
微量元素及添加剂开出配比数据，不断
调整，周而复始，终于让淡水鱼的情况稳
定了下来。

现在，淡水鱼馆不仅引领游客探索
运河的奥秘，还发挥着浙东运河渔业资
源科普基地的作用。

整个浙东运河文化园也在悄然蝶
变，全园数字化提升正在进行，包括园区
小程序、综合管理平台以及运营管理系
统等多个方面，园区在智慧文旅领域迈
出重要一步。通过先进的综合管理平
台，园区将实现对车辆、人流等各项运营
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由无人机采集
的三维实景，更为观光者提供新的浏览

途径。
“未来，管理人员可以依托大数据做

出更为精准的决策，无论线上线下，浙东
运河文化园的游客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
服务。”项目相关工作人员说。

放眼绍兴全城，运河这篇文章开启
了新的诗篇。

今年3月，绍兴印发了《绍兴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方案》，进一步推
进浙东大运河规划编制、项目建设、文化
研究等工作开展。《浙东运河名城古镇》

《浙东运河简史》《浙东运河工程文化遗
存》等10本学术专著已交付浙江大学出
版社，即将正式出版。

向水而兴、传承文脉的多个重大项
目在绍兴运河两岸落地生根。其中，“河
城共生·全域共富”保护利用计划将打造

“黄金水道”，涉及浙东运河越城段主河
道两岸约2000米范围，包括城市防洪排
涝、区域综合整治、运河沿线风貌提升等
十大工程，重现历史肌理、重释运河体
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

全省范围内，国内首部运河遗产保
护条例《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已经实行，我省制定出台的《大
运河核心监控区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进
一步明晰保护范围，形成全省“1+5”运
河遗产监测体系。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暨
2024 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活动”期
间，宁波的“同一条运河—中国大运河杭
甬对话活动”，放大浙东运河“通江达海”
的独特文化价值；湖州的“运河文脉—
2024 湖州湖笔文化节”，持续擦亮千年
运河文脉上的文化元素；嘉兴的“千年运
河—2024 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沿大
运河赛龙舟、踏白船，运河沿岸充满欢声
笑语⋯⋯

中国大运河以外，之江大地的历史
文化遗产绽放着灿烂的时代光芒。良
渚古城遗址聚焦“五千年中国看良渚”
主题，不断丰富“一院三园”的展陈体系
和内容呈现，遗址所在的杭州市余杭
区，正在进行“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

从更大范围保护和传承良渚文化；西湖
文化景观六大要素真实性完整性保护
持续强化，并以科技为助推，提高文保
管理智慧化水平，充分利用西湖文化遗
产十年数字监测成果，保护好众多文化
瑰宝。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始终
在路上。省委宣传部围绕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的科学规律和工作要求，积极会
同建设、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文广旅、文
物等有关部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体制机制改革；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中，已完成“三普”不可移动
文物复查 35961 处，全省“三普”复核率
48.63%。开展全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资源普查，完成全省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监测评估，完善 205 项农业文化遗
产资源要素⋯⋯

这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珍
宝，生动述说着过去，深刻影响着未来，
我们从未忘记。文脉绵长，遗存星斗，传
承不息。

展开运河新图卷
——浙东运河文化园回访记

本报记者 王 佳 李娇俨

吴越文化是具有鲜明浙江标识的
地域文化，也是浙江除良渚文化、南宋
文化以外的又一扇重要的“文化之窗”。

近年来，在杭州市临安区的大力推
动下，吴越文化逐渐“破圈”。

强化吴越文化保护，为唱响“吴越
经典”夯土培基。以争创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为目标，临安正全面推进吴越国衣
锦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预计 2025 年
12 月将建成开放城址公园区块，2026
年将完成吴越文化历史商业街区建设，
从而立体打造吴越文化经典地标。

在核心区周围，星罗棋布的历史遗
存，对吴越文化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
临安正全力探索“全域吴越”的融入路
径。2023 年以来，清凉峰镇、於潜镇、
河桥镇相继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省
级千年古城复兴试点、省级文化强镇，
建成乡村“吴越书房”、推出“吴越星舞
台”展演点，为吴越文化在基层扎根打

下良好基础。
深化吴越文化研究，力促文化活

化。临安区持续推进吴越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有影响力、有现
实价值的精品力作。比如，临安制定并
启 动《 吴 越 文 化 研 究 三 年 计 划

（2023-2025）》，从文献集成、基础研
究、通识读物、应用研究 4 个方面对吴
越文化开展系统研究。目前，“吴越历
史文化丛书”编撰已经全面启动，已正

式出版作品 4 部，“文献集成”项目纳入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在临安，吴越文创产业实现蓬勃发
展，“全域取景地”“非遗传承示范地”

“数字文化新高地”建设正在逐步推进。
同时，杭州还在城市设计、城市建

设中积极植入吴越元素。改造后的临
安区衣锦街文化味、烟火气十足，以吴
越文化、临安风物、在地民艺为基础，成
为游客品味吴越文化的好去处。

杭州全面推进吴越国衣锦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唱响吴越经典
本报记者 刘俏言

“看这个青瓷碗，保护得还比较完
整，我们得把它的图像录制下来。”近
日，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陈
喆拿出工具测量文物尺寸，然后进行拍
摄，并在电脑上进行等比例绘制。

这就是文物考古的图录工作。自
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掘以来，考古工
作者一边进行新挖掘，一边要对已发掘
文物进行整理。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负责人介绍，已经完成 10 万余件瓷
片标本的初步整理。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包括瓮城、码头
群、沉船、瓷器等多个遗产要素，实证了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为了给
这些“宝贝”让路，围绕这条千余米长、地
处城市繁华地段的主干道改建工程，温
州相关部门开了数十次专题会进行科学
论证，并果断调整线路，确保文物发掘更
加顺利，再现了千年古港宏阔场景。

据介绍，考古项目开展以来，发掘
面积达 8000 多平方米，发掘出了 9 座

码头、2 座埠头、1 条木栈道、多组干栏
式建筑，并出土 3 艘沉船和海量瓷片堆
积等重要遗存，其中龙泉瓷、瓯窑瓷等
瓷片达 10 吨以上。再现了 1700 年间
的古港变迁，彰显了温州朔门古港作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重要价值。

今年以来，相关部门举行朔门古港
遗址科研课题设计论证会，扎实推进七

大类共 20 余个课题研究，温州朔门古
港遗址公园概念性规划方案也在持续
深化。文物部门还组织公益研学暨公
众考古开放日活动，让更多市民感受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魅力。接下来，当
地还将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通过举
办各类展览、讲座等活动，激发全社会
形成保护文物的自觉。

温州扎实推进朔门古港遗址20余个课题研究

再现千年古港
本报记者 应忠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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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衣锦街一角。 临安区委宣传部供图改造后的衣锦街一角。 临安区委宣传部供图

俯瞰朔门古港遗址。 受访者供图

陈永明为全省中小学生讲授大运河思政课。 中国水利博物馆供图

浙江新实践


